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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南襄盆地是以古近系沉积为主的中)新生代含油气盆地#分析其地质结构和形成演化对盆

地油气勘探和研究造山带之上盆地构造特征均有重要意义'笔者以重磁电"地震"钻井和测井资料

为基础#系统分析南襄盆地的地层展布"构造特征和形成演化#探讨各凹陷地质结构差异的控制因

素#分析盆地成因'通过研究认为#南襄盆地是由深大断裂分割的数个隆起和半地堑型凹陷组成#

平面具分带"分块构造格局$垂向上由不整合面划分为基底"上白垩统"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
E

套构造 地层层序'其构造演化可划分为晚白垩世断陷初期)白垩纪晚期差异反转期"古近纪强烈

断陷 廖庄组沉积末期强烈隆升剥蚀"新近纪拗陷期
6

个伸展 聚敛构造旋回'泥岩滑脱作用和基

底性质差异导致的控凹边界断裂沉降差异#是盆地各凹陷地质结构差异的主控因素'南襄盆地是

在晚白垩世以来北西)南东向剪切拉张应力场下地幔隆起和地壳下沉均衡作用下形成的简单剪切

型伸展拆离盆地'

关键词!南襄盆地$地质结构$构造演化$基底性质$断层特征$泥岩滑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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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盆地是石油"天然气"煤炭"铀矿等多种能

源和矿产资源的赋存场所#研究其地质结构对于盆

地的性质"形成演化和能源勘探开发均具有重要意

义%何登发等#

#""4

&'盆地地质结构是一个四维概

念#垂向上是由不整合面分隔的包括基底和沉积盖

层在内的多套构造 地层层序$平面上是由深大断裂

分割的多个坳"隆或不同块体$时间上是多期历史演

化阶段构造特征的叠加'盆地的平面分带"分段"垂

向分层"时空演化是其地质结构的基本特征%李智

等#

#"#!

&'开展盆地地质结构的研究#对于探讨盆

地地质结构对矿产资源的控制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何登发等#

#"!D

&'

南襄盆地位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是以古近

系沉积为主的中)新生代含油气盆地#面积约
!8D

i!"

E

\W

#

$盆地平面上具*五隆五凹+的构造单元格

局#可划分为社旗凸起"师岗凸起"新野凸起"唐河低

凸起"双沟低凸起
9

个正向构造单元和泌阳凹陷%面

积约
!"""\W

#

&"南阳凹陷%面积约
6C""\W

#

&"邓

州凹陷%面积约
5""\W

#

&"襄阳凹陷%面积约
649"

\W

#

&和枣阳凹陷%面积约
#49"\W

#

&

9

个负向构造

单元%图
!

&'盆地各凹陷构造特征"形成演化"沉积

体系"地层展布"含油气性存在较大差异'对盆地的

研究已有
9"

余年#在大地构造背景和深部重磁电特

征"构造特征和形成演化"地层层序格架和沉积体系

展布"成藏机理和油气分布规律"非常规油气地质学

等方面均取得了大量成果%秦伟军等#

#""9

$程学峰#

#""C

$陈祥等#

#"!!

$李智等#

#"#"3

&'但对盆地的研

究呈现出不均衡性'例如#平面上#对盆地的研究集

中于泌阳"南阳
#

个富油凹陷#对其余凹陷和凸起的

研究较少#对凹陷"凸起之间的构造耦合关系也缺少

解释$纵向上#主要集中于含油气层段)))核桃园

组#缺少对包括基底在内整个构造 地层层序展布的

深入剖析'因此#需要对盆地的地质结构"构造演

化"成盆机理开展全面分析#为深化老油区地质认识

和开拓新地区"新领域和新类型油气勘探提供指导'

笔者以近年来南襄盆地的重磁电"地震"钻井和

测井资料为基础#以正断层转折褶皱理论和构造复

原理论为指导#系统分析南襄盆地的地层展布"构造

特征和形成演化#探讨南襄盆地地质结构的控制因

素#分析其盆地成因#为造山带之上沉积盆地地质研

究和油气勘探提供借鉴'

!

!

区域地质概况

6"6

!

大地构造背景

南襄盆地位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是自晚白

垩世开始发育#受多组断裂围限#由数个断陷及凸起

组成的山间盆地%图
!

&'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北板

块和扬子板块俯冲碰撞形成的秦岭 大别褶皱造山

带之上%

-:+,>M3N8

#

!446

$解东宁等#

#""C

&$以南

襄盆地为界#东部为大别造山带#西部为东秦岭造山

带$印支期#华北板块和扬子板块在西峡 内乡 桐柏

断裂一带全面碰撞缝合#转入陆内造山作用阶段$在

白垩纪#随着特提斯海槽关闭及印度板块和欧亚板

块聚敛碰撞后伸展#原北西西向压扭断裂带反转为

左行拉分性质$太平洋板块沟 弧 盆体系的远程效

应使郯庐断裂等北东向断裂右行剪切运动%李超等#

#""#

&$在
#

组断裂的离散拉分之下#在陆内伸展 走

D!!

!

第
#

期 李智等!南襄盆地地质结构与形成演化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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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襄盆地构造单元划分及地震测线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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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弱挤压的背景下形成了南襄盆地等一系列盆地'

6"#

!

盆地基底

南襄盆地地处华北地块和扬子地块俯冲碰撞形

成的秦岭 大别褶皱造山带之上$

#

个板块的中生代

以前的地层和组成褶皱带的岩石组合构成了南襄盆

地的基底'盆地基底是由元古界"古生界结晶变质

岩系和中生界陆相碎屑岩系组成的复合体#被北

西)南东向基底断层分割为多个条带状展布的基底

构造 岩相带%

I3MM3O>1>M3N8

#

!459

$

]OR`

#

!45D

$

)O.7>M3N8

#

#""5

$

-:O]2

#

#"!"

&'以栾川 方

城 明港断裂"镇平 唐河 松扒断裂%商丹断裂&"襄

樊 广济断裂为界#将南襄盆地及其周缘基底划分为

华北地块"北秦岭褶皱带"南秦岭褶皱带"扬子地台

E

个分区'其中#北秦岭分区可细分为宽坪群%元古

代晚期的云母片岩"含石榴石片麻岩"角闪岩和硅质

大理岩组成&"二郎坪群%寒武纪)奥陶纪细碧角斑

岩系"中基性火山碎屑岩"绿泥片岩"云母石英片岩"

浅粒岩"斜长角闪岩"大理岩组成#年龄为
6""

!

9"D

I3

&"秦岭群%早元古代花岗质片麻岩和混合岩#年

龄为
###C

!

##45I3

&

6

个构造 岩相带$南秦岭分

区可细分为信阳群%中晚泥盆世绢云母石英片岩"绿

泥石绢云母片岩"石英岩"角闪片岩"变粒岩夹黑云

母角闪石大理岩#年龄为
EDC8DI3

&"陡岭群 桐柏

山群%晚太古)早元古代混合片麻岩"混合花岗质片

麻岩#年龄为
#5#"

!

#C9"I3

&"淅川古生界%震旦

纪)石炭纪海相地层#未见明显变质作用&"随县群

%由上元古界巨厚复理石和酸性火山碎屑变质而成#

年龄为
D4CI3

&"两郧群%由变火山"变沉积岩系组

成&和随南下古生界%下古生界硅质页岩"泥质灰岩"

千枚岩"变玄武质火山岩组成&

C

个构造 岩相带%李

宗耀等#

#"!D

$李运冬等#

#"!5

&'泌阳凹陷基底地层

属北秦岭地层分区$南阳凹陷位于南秦岭和北秦岭

过渡带$邓州凹陷"襄阳 枣阳凹陷基底地层属南秦

岭地层分区%图
#

&'

6"$

!

沉积盖层

南襄盆地各次级凹陷地层层序及各段岩性全区

可以对比#整体发育中生界上白垩统和新生界#为一

套*类裂谷性质+沉积建造'自下而上论述如下%图

6

&'

上白垩统为不整合覆盖在盆地基底之上的红色

砂砾碎屑岩$玉皇顶组为超覆在上白垩统之上的暗

棕色泥岩与浅棕红色砂砾岩$大仓房组以紫红色泥

5!!

西
!

北
!

地
!

质
!!

$%&'()*+'*&$,*%-%,.

!!!!!!!!!!!!

#"##

年
!



图
#

!

南襄盆地及邻区基底岩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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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W>?MN:M=AB3<:>;W3

S

;AB$3?b:3?

T

/3;:?3?@:M;3@

^

3<>?M31>3;

岩"砂质泥岩为主$核桃园组为灰色泥岩"砂岩#由下

而上分为核三"核二"核一共
6

段#是盆地主要含油

气层位$廖庄组为杂色泥岩与砂砾岩间互层#在沉积

末期由于盆地整体上升而遭受剥蚀$上寺组为灰绿

色黏土岩与砂砾岩层$平原组为未成岩的灰白色流

沙层'

根据上白垩统 基底间不整合面"上白垩统 玉

皇顶组间不整合面"廖庄组 上寺组间不整合面
6

个

区域不整合将南襄盆地地层划分为基底"上白垩统"

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
E

套构造 地层层序'

#

!

地质结构

平面上#南襄盆地可划分为*五凸五凹+共
!"

个

次级构造单元#整体呈凹凸相间的构造格局#盆地边

界为深大断裂或地层超覆线所限%图
!

&'盆地基底

发育北西向"近南北向和北东向
6

组断裂%图
#

&'

其中#北西向断裂是盆地及其周缘主干断裂#多为不

同地块或构造岩相带的分界线#长时间活动#切穿基

底和盖层$而近南北向断裂和北东向断裂一般延伸

较短#形成晚#具走滑性质#错断北西向早期断裂#切

割深度小#多为盖层断裂$盆地各凹陷多是受北西"

北东
#

组断裂控制形成的箕状半地堑'从盆地基底

埋深等值线图可知#各凹陷平面形态"规模"走向"埋

深均有差异'泌阳凹陷平面形态呈扇状#走向北东

东)南西西向#最大埋深超
4"""W

#基底沉降中心

位于安棚一带$南阳凹陷平面形态呈箕状#走向北东

东)南西西向#有
#

个基底沉降中心#其中西侧沉降

中心埋深超
9"""W

#东侧沉降中心埋深超
99""

W

$邓州凹陷平面形态呈椭圆状#走向北北西)南南

东向#最大埋深超
69""W

$襄阳凹陷平面形态呈扇

状#走向近东)西向#最大埋深超
E9""W

#位于襄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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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南襄盆地沉积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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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一带$枣阳凹陷平面形状不规则#平面走向近南)

北向#有数个沉降中心#最大埋深超
E9""W

#位于

枣
##

井一带%图
E

&'

剖面上#南襄盆地各次级凹陷均属于受边界断

裂控制的半地堑#构造样式有反向翘倾断块"同向翘

倾断块"地堑"地垒等伸展构造样式和先期拉张伸

展"后期挤压逆冲的正反转构造样式%图
9

&'

泌阳凹陷边界断裂为唐河 栗园断裂和栗园 泌

阳断裂'唐河 栗园断裂为延伸
66\W

"北西西走向

的北 倾 犁 式 正 断 层#断 距 自 西 向 东 变 大#大 于

5"""W

#平面呈凹向盆地的弧形$栗园 泌阳断裂剖

面呈犁式正断层转坡坪式正断层#平面形态呈折线#

具明显分段性#凹陷剖面构造样式属于高角度简单

犁式断裂控制的半地堑构造样式"犁式拆离面上伸

"#!

西
!

北
!

地
!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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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南襄盆地基底埋深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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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产生的低幅度滚动背斜及其相关核部垮塌地堑

构造'

南阳凹陷边界断裂为新野断裂#断裂规模大#自

西向东由西)东走向"北东走向"西)东走向
6

段组

成#延伸近
C"\W

#倾角为
#9j

!

6"j

#断距为
EC""

W

#呈座椅式正断层向深部收敛'凹陷剖面构造样

式属于低角度坡坪式断层控制的双断地堑构造样

式'次级断层组合有*

V

+字型"反*

V

+字型"阶梯状

及包卷式组合等样式%李智等#

#"#"/

&'

襄阳"枣阳凹陷的边界断裂为襄樊 广济断裂#

近西)东走向#剖面形态呈犁式#上陡下缓#断距大

于
C"""W

'襄阳 枣阳凹陷剖面样式属于由被同

伸展沉积楔充填的多米诺式半地堑组成#半地堑内

地层为平板状'

邓州凹陷边界断裂为邓州断裂#平面呈弧形#延

伸长度
E9\W

#最大断距为
69""W

#剖面呈上陡下

缓的犁式'邓州凹陷剖面构造样式属于低角度简单

犁式断裂控制的半地堑构造样式'

新野凸起是分隔南襄盆地南北凹陷带的重要

隆起#其走向呈北西西)南东东向#具东西分段

性'东段分隔枣阳凹陷与南阳凹陷#基底埋深浅#

小于
!"""W

#剖面为新近纪)第四系#基底两层

结构$西段分隔襄阳凹陷与邓州凹陷#基底埋深较

深#剖面上为新近系)第四系"上白垩统"基底三

层结构'

6

!

构造演化

在南襄盆地的基干地震剖面上识别同相轴超

覆"削截现象#根据不整合划分构造 地层层序'根

据单井沉降特征#由点到面分析区域沉降过程#认为

盆地沉降"沉积具明显迁移性'上白垩统沉积中心

位于邓州"襄阳一带$古近系沉积中心东移至泌阳"

南阳一带$新近系沉积中心又迁移至邓州凹陷'结

合平衡演化分析#将南襄盆地构造演化划分为
9

期

共
6

个伸展 聚敛构造旋回%图
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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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近系)第四系$

#8

廖庄组)核二段$

68

核三段$

E8

大仓房组$

98

玉皇顶组$

C8

上白垩统$

D8

上白垩统一段$

58

上白垩统二段$

48

上白垩统三段$

!"8

基底

图
X

!

过南襄盆地基干地震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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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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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断陷初期%晚白垩世&

晚白垩世区域岩石圈伸展减薄#北西向断裂差

异活动强烈#在断层拉张段旁形成剪切 拉张凹陷'

襄樊 广济断层"新野断层"内乡 桐柏断层左旋剪切

活动形成襄阳凹陷"枣阳凹陷"邓州凹陷"南阳凹陷

及泌阳凹陷'其中#邓州凹陷为犁式正断层控制的

半地堑$泌阳凹陷为犁式正断层控制的双断型断陷$

南阳凹陷"襄阳凹陷"枣阳凹陷为多米诺式半地堑组

合'上白垩统为一套红色山麓洪积相"河流相碎屑

岩系#属断陷早期充填沉积#与基底呈不整合接触'

盆地构造活动西强东弱#该时期
77n

剖面拉张量达

!#86!\W

#

22n

剖面拉张量仅
98C6\W

'地层在襄

阳"枣阳"邓州凹陷沉积广泛#覆盖全区#厚度大#在

邓州凹陷最厚达
E"""W

#襄阳凹陷最厚达
#E""

W

#泌阳凹陷次之'南阳凹陷上白垩统分布呈近东

西向条带状展布#厚度最小#最大厚度仅
!6""W

%图
D

&'

$"#

!

差异反转期%白垩纪晚期&

白垩纪晚期#区域应力场由伸展反转为挤压#在

南襄盆地发生区域性差异隆升剥蚀#形成中"新生界

之间不整合#在部分地区形成正反转构造'新野隆

起带隆升幅度大#遭受强烈剥蚀#形成古近纪新野隆

起的雏形'新野古隆起具东西分段性#在盆地东部

基底出露地表#持续遭受剥蚀#未覆盖沉积层$在盆

地西部上白垩统遭受隆升剥蚀#但反转程度有限#仍

有一定残余厚度%图
C

&'

$"$

!

强烈断陷期%古近纪玉皇顶)核桃园组沉积期&

古近纪#在伸展应力场下白垩纪原型盆地发生

差异沉降#伸展裂陷主要沿白垩纪构造发育#具较好

继承性叠加'盆地
FFn

剖面总拉张量达
!C856\W

#

##!

西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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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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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

!

过南襄盆地基干剖面的构造复原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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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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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n

剖面总拉张量为
C8#5\W

#

22n

剖面总拉张量为

!98DE\W

#反映盆地在该沉积期拉张强度西弱东强#

南弱北强#沉降沉积中心逐渐向盆地东部"北部迁移'

玉皇顶组沉积期#断裂作用主要沿白垩纪断层

继承性活动#各凹陷构造作用强度"变形幅度和特征

相似#各凹陷地层沉积厚度基本相似'

大仓房组沉积期#盆地构造活动西弱东强#襄樊

广济断层活动强度降低#伸展构造作用变弱$襄阳"

枣阳凹陷沉积相对局限#主要为红色"灰色泥岩#夹

砂质泥岩"粉砂岩#少量团块状石膏$南阳凹陷活动

变强#泌阳凹陷最强'地层最大沉积厚度在襄阳 枣

阳凹陷"南阳凹陷"泌阳凹陷#分别为
#"""W

"

6"""

W

"

6C""W

'

核桃园组沉积期#南襄盆地南北差异沉降幅度

进一步扩大#襄阳凹陷沉积局限#分布范围小#为红

色"灰色泥岩"粉砂岩等$泌阳"南阳凹陷急剧沉降#

沉积范围较大#地层向北部广泛超覆#主要为灰色"

暗色砂泥岩#因此具有较好的生油条件'地层最大

沉积厚度在襄阳 枣阳凹陷"南阳凹陷"泌阳凹陷#分

别为
!6""W

"

#!""W

"

6D""W

%图
D

&'

$"!

!

强烈隆升剥蚀期%古近纪廖庄期&

廖庄组沉积末期#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强烈

俯冲'中国东部地区沉积盆地普遍遭受隆升剥蚀'

沉降中心仍在盆地中东部的泌阳凹陷#但湖盆急剧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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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沉积范围仅限于各凹陷最深处#形成一套河流

相"膏盐相的红色砂砾岩与泥岩互层$上部的泥岩中

含石膏斑晶或石膏夹层'末期的反转隆升幅度邓州

凹陷最大#襄阳"枣阳凹陷次之#泌阳凹陷最小$各凹

陷在超覆带和主控断裂带反转褶皱均遭受剥蚀%图

C

"图
D

&'

图
(

!

南襄盆地各沉积期地层残余厚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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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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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拗陷期%新近纪&

古近纪末期#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停止#

地幔发生塑性回降#地壳进行重力均衡调整$新近纪

开始#盆地整体进入缓慢沉降的拗陷阶段#沉积范围

扩大至整个盆地#平原相杂色黏土"砂砾岩覆盖全

区#厚度较小#平均不超过
9""W

$南北向剖面盆地

西部拉张量为
"8#6\W

#东部拉张量为
"\W

#反映

沉降沉积中心又向西迁移至邓州凹陷'

E

!

构造演化控制因素

!"6

!

基底

结合区域大地构造背景"重磁特征#根据南襄盆

地基底断裂分布和基底构造 岩相图#认为泌阳凹陷

位于北秦岭活动陆缘#基底结构和构造相对复杂#发

育
6

组相互切割的主干逆掩或逆冲基底断裂#由
6

!

E

类岩相组成'南阳凹陷位于南北秦岭交汇处#

基底由大理岩"片麻岩"片岩等组成'襄阳 枣阳凹

陷位于南秦岭被动陆缘#基底结构简单#岩相较

单一'

!"#

!

边界断层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差异

控凹边界断层倾角"走向等几何学特征和断距"

期次等运动学特征的差异导致其上盘地层构造类

型"沉降幅度"沉积厚度的差异'泌阳凹陷边界断层

属犁式正断层斜剪切运动模式#边界断层倾角上陡

下缓#上盘地层沉降幅度大#斜向下垮塌形成滚动背

E#!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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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南阳凹陷边界断层属转折正断层平行流演化模

式#边界断层倾角发生多次转折#断层几何形态控制

了上盘地层形态$襄阳"枣阳凹陷边界断层属多米诺

式正断层演化模式#上盘沉积地层与断面同向旋转#

断面为平面式且逐渐变缓#地层倾角变陡但不变形#

形成褶皱'

!"$

!

泥岩滑脱作用

南襄盆地属陆相断陷湖盆#在各凹陷广泛发育

稳定泥岩沉积#是良好的烃源岩和油气封盖层$同

时#由于其岩石物理性质软滑#可分隔上下断裂系

统#引起分层滑脱构造#使泥岩上下构造层断裂变形

和构造样式存在差异'特别是南阳凹陷南部断超带#

欠压实泥岩发育#析出的孔隙水对泥岩颗粒移动起润

滑作用#增加了泥岩可塑性#在基底起伏和差异压实

作用下导致泥岩底辟上涌作用#形成了东庄背斜'

9

!

盆地成因机制

从南襄盆地及邻区莫霍面等深度图可知#南襄

盆地之下对应地幔隆起区#隆起高度约
!

!

6\W

#在

整体地幔隆起的背景上还可划分出
#

个地幔高点和

!

个低点#分别对应盆地内邓州 襄阳 枣阳凹陷"南

阳 泌阳凹陷和新野凸起'从过襄阳到登封的地质

剖面与莫霍面起伏关系图可知#南襄盆地各凹陷与

下伏南襄地幔隆起区不具有典型*水平镜像+关系#

推断其成因具简单剪切性质%图
5

&'综合南襄盆地

图
8

!

南襄盆地及临区莫霍面等深度图及剖面图%据王定一等#

678(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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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大地构造背景#认为盆地地处华北板块和扬子

板块俯冲造山形成的秦岭 大别褶皱造山带之上#属

板块薄弱带'中新生代以来#在扬子板块向华北板

块俯冲造山晚期伸展和太平洋俯冲沟 弧 盆体系等

构造应力作用下#盆地基底发生北西)南东向剪切

拉张#上地幔大面积隆起#岩浆热流沿基底断裂上

涌#形成大规模早白垩世花岗岩类和中酸性火山岩#

同时导致岩石圈伸展减薄#在脆性地层内产生陡倾

正断层#引起断陷发育'新生代#太平洋板块俯冲作

用逐渐停止#变质核杂岩出露地表散失大量热量#地

幔冷却塑性回弹#岩石圈伸展作用减弱#盆地进入拗

陷期'拗陷期沉降中心与裂陷期沉降中心位置不一

致#反映南襄盆地属地壳伸展拆离型裂陷盆地'

综上所述#南襄盆地是在晚白垩世以来北西)南

东向剪切拉张应力场下地幔隆起和地壳下沉均衡作

用下形成的简单剪切型伸展拆离盆地%李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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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结论

%

!

&南襄盆地平面上是由深大断裂分割的数个

隆起和半地堑型凹陷组成#具分带"分段的构造格

局$剖面上划分为基底"上白垩统"古近系"新近系)

第四系
E

套构造 地层层序'

%

#

&南襄盆地构造演化可划分为晚白垩世断陷

初期)白垩纪晚期差异反转期"古近纪强烈断陷 廖

庄组沉积末期强烈隆升剥蚀"新近纪拗陷期
6

个伸

展 聚敛构造旋回'

%

6

&泥岩滑脱作用和基底性质差异导致的控凹

边界断裂特征不同#是盆地各凹陷地质结构差异的

主控因素'南襄盆地是在晚白垩世以来北西)南东

向剪切拉张应力场下地幔隆起和地壳下沉均衡作用

下形成的简单剪切型伸展拆离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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